
 

  浙江省水产养殖污染防治规范 

    （新修改稿） 

 

一、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水产养殖污染防治，保护水域生态环境，

保障水产品质量安全，促进我省水产养殖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浙江省渔业管理条例》、

《浙江省综合治水工作规定》和《浙江省农业废弃物处理与利

用促进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章，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规

范。 

第二条 本规范适用于我省水产养殖污染预防和治理。 

第三条 水产养殖是指养殖生产者在人工构筑设施内，繁

育或放养水产苗种，通过投喂饲料（饵料），使用渔药、投放肥

料或者其它养殖投入品等人工管理措施，收获半成品或成品的

行为。 

第四条 水产养殖污染是指水产养殖过程中排放的尾水、

产生的淤泥和养殖中病死水生动物等废弃物，未经处理直接排

放或丢弃到养殖场所周边，对水环境或周边环境造成污染。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重视和支持水产养殖污染

防治工作，将水产养殖产生的废弃物无害化、资源化和减量化



利用纳入当地渔业产业规划和养殖水域滩涂规划，鼓励发展绿

色生态、优质高效的水产养殖业，将水产养殖对环境的污染降

至最低。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指导水

产养殖污染防治工作。 

二、禁养区和限养区的划定整治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因地制宜制订出台《养殖水

域滩涂规划》，明确养殖区，划定禁止养殖区和限制养殖区（以

下分别简称“禁养区”和“限养区”）。 

第八条 禁养区是指一级饮用水水源地和水环境敏感地带

或各级人民政府依法划定的不适合水产养殖的区域。 

禁养区范围内禁止任何与水产养殖有关的行为。禁养区划

定前已有的养殖生产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和相关部门应当限

期搬迁或关停。 

第九条 限养区是指二级饮用水源地水环境承载力较弱的

水域或各级人民政府依法划定的区域。 

限养区开放性水域禁止施肥养鱼，水产养殖生产活动应采

取污染防治措施，不得污染环境。养殖尾水排放不得超过国家

排放标准。 

第十条 限养区划定前已有的养殖生产者，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和相关部门要根据当地相关规划和水环境承载力，要求养

殖生产者限期对可能造成周围水环境污染的水产养殖设施进行



整改。整治不到位的，应限期搬迁或关停。 

第十一条 因禁养区、限养区搬迁或关停造成养殖生产者

经济损失的，应依法予以补偿。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鼓励和支持在禁、限养区

水域开展水生生物资源的增殖放流活动，促进禁、限养区内的

水环境持续修复和改善。 

                                  三、养殖区的污染防治 

第十三条 养殖生产者应采取有效措施，建设与养殖废弃

物产生相适应的沉淀处理设施，采取物理、生物方法进行生态

化处理，防止水产养殖尾水直接排放到周边水域。 

养殖尾水排放应达到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 

第十四条 养殖生产者在养殖生产过程不得使用农药进行

清塘、清涂。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和水产技术推广部

门要积极指导生产者采取以下措施，有效减少养殖污染的产生、

积累和排放： 

1、对以吃食性品种为主的养殖模式，推广单一品种单一

饲料，提高饲料利用率，合理控制养殖密度，并搭养一定数量

的滤食性鱼类或贝类。  

2、配备与养殖生物总量相适应的电力、增氧设施，提高

养殖水原位处理效率，减少养殖污染积累，提高养殖生物健康

水平。 



3、选择合法企业生产的苗种、饲料和渔药等投入品，并

严格执行相关的技术操作规范，不投喂动物源性冰鲜饵料，保

持养殖环境清洁和产品质量安全。 

4、定期清除养殖塘的淤泥，改善养殖水体的底质和水质，

并配备使用相应的病死水生动物深埋等无害化处理设施。 

5、建设并运行与养殖用水和排放尾水相适应的物理沉淀

和生物净化设施。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和水产技术推广部

门应引导生产者发展生态循环模式，示范推广以下技术，持续

修复和改善水域环境：  

1、稻鱼共生轮作，开放性、半开放性水域不投饲利用的

生态渔业模式； 

          2、浅海贝藻养殖和贝类底播，发展离岸深水抗风浪网箱、

围网； 

          3、池塘循环水和工业化循环系统。 

第十七条 扶持现代渔业发展的财政补助资金优先支持生

态健康养殖和生态循环渔业项目，重点补助循环水养殖和与养

殖生产设施相配套的水处理、水质监测等设施装备建设。 

第十八条 生产者收集的淤泥应用做塘堤护坡或用于种植

农产品的肥料，不得随意处置，防止造成二次污染。 

       四、渔业水域环境监测和监督管理 

第十九条 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法制订渔业水域



环境监测年度计划，加强对水产养殖集中区域和重点水产养殖

单位周边水质进行监测，编制渔业水域环境监测报告，并向同

级人民政府报告。 

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辖区内限

养区、养殖区的养殖污染处理设施档案，加强养殖污染物处理

设施运行巡查，督促养殖生产者正常使用。 

第二十一条 村级集体组织可以制订水产养殖污染防治的

乡规民约，鼓励水面流转时将水产养殖污染防治内容写入流转

合同。开展水产养殖污染防控宣传教育，发现水产养殖污染环

境的，及时制止，并向有关部门举报。 

第二十二条 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渔政执法机构应当

依据《浙江省渔业管理条例》第五十四条和第五十六条的相关

规定，实施监督管理。发现养殖生产使用农药清塘、清涂的行

为的，应通报农业执法机构或公安机关处理。 

第二十三条 本规范自 201*年* 月 *日起施行。 

第二十四条 本规范由浙江省海洋与渔业局负责解释。  

 

 


